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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供销合作物价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记述黔西南州供销

合作和物价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及进入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时期的历史。

二、记叙的史料：上限定为1949年，下限直至2007年。

三、本志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西南州布依族自治

州供销合作社及物价局建立机构、成长壮大和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

四、本志计量单位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五、机构名称先以全称表达，其后使用简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物价局”简称“州物价局"或“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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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肥料⋯⋯⋯⋯⋯⋯⋯⋯⋯⋯⋯⋯⋯⋯⋯⋯⋯⋯⋯⋯⋯⋯⋯⋯⋯⋯⋯⋯

一、油枯、骨肥、颗粒肥⋯⋯⋯⋯⋯⋯⋯⋯⋯⋯⋯⋯⋯⋯⋯⋯⋯⋯⋯⋯⋯⋯
二、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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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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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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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地特产品收购⋯⋯⋯⋯⋯⋯⋯⋯⋯⋯⋯⋯⋯⋯⋯⋯⋯⋯⋯⋯⋯⋯⋯⋯⋯

第五节畜产品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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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扶持生产与经营加工业务⋯⋯⋯⋯⋯⋯⋯⋯⋯⋯⋯⋯⋯⋯⋯⋯⋯⋯⋯⋯⋯

第一节扶持生产⋯⋯⋯⋯⋯⋯⋯⋯⋯⋯⋯⋯⋯⋯⋯⋯⋯⋯⋯⋯⋯⋯⋯⋯⋯⋯⋯

一、烤烟⋯⋯⋯⋯⋯⋯⋯⋯⋯⋯⋯⋯⋯⋯⋯⋯⋯⋯⋯⋯⋯⋯⋯⋯⋯⋯⋯⋯

二、木耳、香菇 ⋯⋯⋯⋯⋯⋯⋯：⋯⋯⋯⋯⋯⋯⋯⋯⋯⋯⋯⋯⋯⋯⋯⋯⋯⋯”

三、养蜂⋯⋯⋯⋯⋯⋯⋯⋯⋯⋯⋯⋯⋯⋯⋯⋯⋯⋯⋯⋯⋯⋯⋯⋯⋯⋯⋯⋯

四、生干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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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铁农具加工⋯⋯⋯⋯⋯⋯⋯⋯⋯⋯⋯⋯⋯⋯⋯⋯⋯⋯⋯⋯⋯⋯⋯⋯⋯

二、农副产品加工⋯⋯⋯⋯⋯⋯⋯⋯⋯⋯⋯⋯⋯⋯⋯⋯⋯⋯⋯⋯⋯⋯⋯⋯⋯

三、食品、副食品加工⋯⋯⋯⋯⋯⋯⋯⋯⋯⋯⋯⋯⋯⋯⋯⋯⋯⋯⋯⋯⋯⋯⋯

第三节肥料(复合肥)生产⋯⋯⋯⋯⋯⋯⋯⋯⋯⋯⋯⋯⋯⋯⋯⋯⋯⋯⋯⋯⋯⋯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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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价篇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物价局(兴仁专署、兴义地区行署)机构沿革⋯⋯

一、概况⋯⋯⋯⋯⋯⋯⋯⋯⋯⋯⋯⋯⋯⋯⋯⋯⋯⋯⋯⋯⋯⋯⋯⋯⋯⋯⋯一·
二、内设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三、机构职责⋯⋯⋯⋯⋯⋯⋯⋯⋯⋯⋯⋯⋯⋯⋯⋯⋯⋯⋯⋯⋯⋯⋯⋯⋯⋯⋯
四、规章制度⋯⋯⋯⋯⋯⋯⋯⋯⋯⋯⋯⋯⋯⋯⋯⋯⋯⋯⋯⋯⋯⋯⋯⋯⋯⋯⋯

第二节县(市)物价局⋯⋯⋯⋯⋯⋯⋯⋯⋯⋯⋯⋯⋯⋯⋯⋯⋯⋯⋯⋯⋯⋯⋯⋯⋯
一、兴义市物价局⋯⋯⋯⋯⋯⋯⋯⋯⋯⋯⋯⋯⋯⋯⋯⋯⋯⋯⋯⋯⋯⋯⋯⋯⋯

二、兴仁县物价局⋯⋯⋯⋯⋯⋯⋯⋯⋯⋯⋯⋯⋯⋯⋯⋯⋯⋯⋯⋯⋯⋯⋯⋯⋯

三、普安县物价局⋯⋯⋯⋯⋯⋯⋯⋯⋯⋯⋯⋯⋯⋯⋯⋯⋯⋯⋯⋯⋯⋯⋯⋯⋯
四、晴隆县物价局⋯⋯⋯⋯⋯⋯⋯⋯⋯⋯⋯⋯⋯⋯⋯⋯⋯⋯⋯⋯⋯⋯⋯⋯⋯

五、贞丰县物价局⋯⋯⋯⋯⋯⋯⋯⋯⋯⋯⋯⋯⋯⋯⋯⋯⋯⋯⋯⋯⋯⋯⋯⋯⋯
六、安龙县物价局⋯⋯⋯⋯⋯⋯⋯⋯⋯⋯⋯⋯⋯⋯⋯⋯⋯⋯⋯⋯⋯⋯⋯⋯⋯

七、册亨县物价局⋯⋯⋯⋯⋯⋯⋯⋯⋯⋯⋯⋯⋯⋯⋯⋯⋯⋯⋯⋯⋯⋯⋯⋯⋯

八、望谟县物价局⋯⋯⋯⋯⋯⋯⋯⋯⋯⋯⋯⋯⋯⋯⋯⋯⋯⋯⋯⋯⋯⋯⋯⋯⋯
第二章物价管理制度⋯⋯⋯⋯⋯⋯⋯⋯⋯⋯⋯⋯⋯⋯⋯⋯⋯⋯⋯⋯⋯⋯⋯⋯⋯⋯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物价管理⋯⋯⋯⋯⋯⋯⋯⋯⋯⋯⋯⋯⋯⋯⋯⋯⋯⋯⋯⋯⋯⋯
第二节计划经济时期的物价管理⋯⋯⋯⋯⋯⋯⋯⋯⋯⋯⋯⋯⋯⋯⋯⋯⋯⋯⋯⋯

一、管理权限⋯⋯⋯⋯⋯⋯⋯⋯⋯⋯⋯⋯⋯⋯⋯⋯⋯⋯一⋯⋯⋯⋯⋯⋯⋯⋯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物价管理⋯⋯⋯⋯⋯⋯⋯⋯⋯⋯⋯⋯⋯⋯⋯⋯⋯⋯⋯⋯

第三节价格改革中的物价管理⋯⋯⋯⋯⋯⋯⋯⋯⋯⋯⋯⋯⋯⋯⋯⋯⋯⋯⋯⋯⋯
一、价格改革中的价格权限．．．⋯⋯⋯⋯⋯⋯⋯⋯⋯⋯⋯⋯⋯⋯⋯⋯⋯⋯⋯⋯

二、价格改革中的物价管理⋯⋯⋯⋯⋯⋯⋯⋯⋯⋯⋯⋯⋯⋯⋯⋯⋯⋯⋯⋯⋯
第三章农产品价格⋯⋯⋯⋯⋯⋯⋯⋯⋯⋯⋯⋯⋯⋯⋯⋯⋯⋯⋯⋯⋯⋯⋯⋯⋯⋯⋯⋯

第一节粮食价格⋯⋯⋯⋯⋯⋯⋯⋯⋯⋯⋯⋯⋯⋯⋯⋯⋯⋯⋯⋯⋯⋯⋯⋯⋯⋯⋯⋯
一、粮食收购价⋯⋯⋯⋯⋯⋯⋯⋯⋯⋯⋯⋯⋯⋯⋯⋯⋯⋯⋯⋯⋯⋯⋯⋯⋯⋯

二、粮食销售价⋯⋯⋯⋯⋯⋯⋯⋯⋯⋯⋯⋯⋯⋯⋯⋯⋯⋯⋯⋯⋯⋯⋯⋯⋯⋯
第二节油料价格⋯⋯⋯⋯⋯⋯⋯⋯⋯⋯⋯⋯⋯⋯⋯⋯⋯⋯⋯⋯⋯⋯⋯⋯⋯⋯⋯

一、油菜子、油茶子收购价及食用植物油销售价⋯⋯⋯⋯⋯⋯⋯⋯⋯⋯⋯⋯
二、桐籽收购价及桐油销售价⋯⋯⋯⋯⋯⋯⋯⋯⋯⋯⋯⋯⋯⋯⋯⋯⋯⋯⋯⋯

第三节经济作物⋯⋯⋯⋯⋯⋯⋯⋯⋯⋯⋯⋯⋯⋯⋯⋯⋯⋯⋯⋯⋯⋯⋯⋯⋯⋯⋯

一、棉花购销价格⋯⋯⋯⋯⋯⋯⋯⋯⋯⋯⋯⋯⋯⋯⋯⋯⋯⋯⋯⋯⋯⋯⋯⋯⋯
二、烟叶购销价格⋯⋯⋯⋯⋯⋯⋯⋯⋯⋯⋯⋯⋯⋯⋯⋯⋯⋯⋯⋯⋯⋯⋯⋯⋯

三、茶叶购销价格⋯⋯⋯⋯⋯⋯⋯⋯⋯⋯⋯⋯⋯⋯⋯⋯⋯⋯⋯⋯⋯⋯⋯⋯⋯
第四节副食品价格⋯⋯⋯⋯⋯⋯⋯⋯⋯⋯⋯⋯⋯⋯⋯⋯⋯⋯⋯⋯⋯⋯⋯⋯⋯⋯⋯

一、生猪收购价和猪肉零售价⋯⋯⋯⋯⋯⋯⋯⋯⋯⋯⋯⋯⋯⋯⋯⋯⋯⋯⋯⋯
二、菜牛收购价和牛肉零售价⋯⋯⋯⋯⋯⋯⋯⋯⋯⋯⋯⋯⋯⋯⋯⋯⋯⋯⋯⋯

三、鲜蛋的购销价格⋯⋯⋯⋯⋯⋯⋯⋯⋯⋯⋯⋯⋯⋯⋯⋯⋯⋯⋯⋯⋯⋯⋯⋯
四、银耳、黑木耳、香菇、干辣椒、苡仁米、黄花、蜂蜜收购价⋯⋯⋯⋯⋯

五、花生、芝麻、葵花、核桃、板栗、白瓜子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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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畜产品价格⋯⋯⋯⋯⋯⋯⋯⋯⋯⋯⋯⋯⋯⋯⋯⋯⋯⋯⋯⋯⋯⋯⋯⋯⋯⋯⋯

一、牛皮、山羊板皮、鹿皮、生猪鬃等畜产品价格⋯⋯⋯⋯⋯⋯⋯⋯⋯⋯⋯
二、畜产品的比价、差价⋯⋯⋯⋯⋯⋯⋯⋯⋯⋯⋯⋯⋯⋯⋯⋯⋯⋯⋯⋯⋯⋯⋯

第六节土特产品价格⋯⋯⋯⋯⋯⋯⋯⋯⋯⋯⋯⋯⋯⋯⋯⋯⋯⋯⋯⋯⋯⋯⋯⋯⋯

一、生漆、棕片、五子等几种土特产品价格和差价⋯⋯⋯⋯⋯⋯⋯⋯⋯⋯⋯
二、中药材价格⋯⋯⋯⋯⋯⋯⋯⋯⋯⋯⋯⋯⋯⋯⋯⋯⋯⋯⋯⋯⋯⋯⋯⋯⋯⋯⋯

第七节木材价格⋯⋯⋯⋯⋯⋯⋯⋯⋯⋯⋯⋯⋯⋯⋯⋯⋯⋯⋯⋯⋯⋯⋯⋯⋯⋯⋯

一、木材统购统销价⋯⋯⋯⋯⋯⋯⋯⋯⋯⋯⋯⋯⋯⋯⋯⋯⋯⋯⋯⋯⋯⋯⋯⋯⋯
二、木材价格放开⋯⋯⋯⋯⋯⋯⋯⋯⋯⋯⋯⋯⋯⋯⋯”“⋯⋯⋯⋯⋯⋯⋯⋯⋯”

第四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第一节化肥价格⋯⋯⋯⋯⋯⋯⋯⋯⋯⋯⋯⋯⋯⋯⋯⋯⋯⋯⋯⋯⋯⋯⋯⋯⋯⋯⋯

一、氮肥价格⋯⋯⋯⋯⋯⋯⋯⋯⋯⋯⋯⋯⋯⋯⋯⋯⋯⋯⋯⋯⋯⋯⋯⋯⋯⋯⋯⋯
二、磷肥价格⋯⋯⋯⋯⋯⋯⋯⋯⋯⋯⋯⋯⋯⋯⋯⋯⋯⋯⋯⋯⋯⋯⋯⋯⋯⋯⋯⋯

第二节农药价格⋯⋯⋯⋯⋯⋯⋯⋯⋯⋯⋯⋯⋯⋯⋯⋯⋯⋯⋯⋯⋯⋯⋯⋯⋯⋯⋯

一、多年没有变动的农药价格⋯⋯⋯⋯⋯⋯⋯⋯⋯⋯⋯⋯⋯⋯⋯⋯⋯⋯⋯⋯⋯
二、历年有变动的农药价格⋯⋯⋯⋯⋯⋯⋯⋯⋯⋯⋯⋯⋯⋯⋯⋯⋯⋯⋯⋯⋯⋯

三、“双轨制”的农药价格⋯⋯⋯⋯⋯⋯⋯⋯⋯⋯⋯⋯⋯⋯⋯⋯⋯⋯⋯⋯⋯⋯
第三节农膜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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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供销合作物价志

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黔西南州志·供销合作志》是黔西南州合作史上的第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

的专业志。它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期全州供销合作事业在中国共产党、人

民政府领导下创建和发展历程；反映了供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创业、投身

改革、勤俭办社的精神和执行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供销社联结工业

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政府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充分发挥

了供销合作社城乡经济交流主渠道的功能，有它的历史作用与地位。黔西南州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从1951年11月建立至今已经过了50多年的曲折发展，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经营网点和人员遍布全州城乡各地，形成了独立的经营服务

体系，为广大农民服务，与农民群众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在收购农副产品、供

应农民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扶持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

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供销社锐

意改革，开拓进取，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

围绕加强实体、发展群体、联系个体，与农民结合经济利益共同体，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致力以服务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我们应

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

的体制机制暴露出了它固有的弊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了优势，经营

业务逐年萎缩，1990年以后，许多基层社和直属企业都出现严重亏损，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滑坡，陷入了低谷。1995～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的文件精神，明确赋予供销合作社

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州各级供销社加大了为农服务的力度，积极参与农业

产业化开发，加快农村综合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步伐，着力打造农村商品现代

流通网络，努力促进农村商品的发展，取得为农民增产增收，供销社重返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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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主渠道的好业绩。

编史重在借鉴，修志重在实用，温故而知新。《黔西南州志·供销合作社》

的编撰，详今略古；横及各方，为我们借鉴历史、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创新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使我们从中收到教益。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

州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也得到有关部门和许多老同志以及供销系统

全体干部职工的热情支持，经编纂组人员的辛勤工作，从2002年至今，经过6

年多的艰辛劳作终于成书。在此，我谨代表州供销社党组向参与本志的全体编

纂人员、有关专家和各县市供销社的老同志及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诚挚的谢意。

’

·2·

黔西南州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主任吴文星

2008年8月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供销合作物价志

概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边缘的斜坡地带、贵州省

西南隅，地跨东经104。35’～106。32 7，北纬24。38 7～26。11’之间，

东西最大宽度210公里，南北最长处177公里。全州国土总面积16804平方公里。

由于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被南北盘江所环抱，素有“西南屏障”

和“滇黔锁钥"之称。
’

全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高山、丘陵、盆地、河谷纵横交错，地貌

类型丰富多样，有着“上山云里穿，下山到河边，隔山能对话，相会要一天"

的写照。州境内气候属典型的亚热带(副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

具日照较多、雨热同期、无霜期长等特点，加上地形复杂，高差悬殊所形成的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全州境内有着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

同时，州境内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岩溶发育强烈，也具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和

旅游资源。

黔西南州是以布依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同时也是一个典型

农业州。州内居住着汉、布依、苗、回、彝、仡佬、瑶、黎等33个民族。2000

年末，全州总人口29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2．7％，农业人口占90％以上。

全州现辖兴义、兴仁、安龙、普安、晴隆、贞丰、册亨、望谟和顶效开发区，

自治州首府设在兴义市。

解放前的黔西南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等因素，经济文化落后，

加上国民党地方政权落后腐败的统治和长期匪乱，卅『境内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

萧条，物资交流困难，人民生活困苦。当时在各县及较为集中的集镇，除了一

些小本经营的私人店辅，也有一些类似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但实质是由地方

·3’



概述

官僚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操纵，把持了主要日用工业品和生活品的购销，从中

任意加价，牟取暴利，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生活品买不进、土特产卖不出的问题尤为突出，食盐、棉布、棉花、土纸等最

基本的生活保障品十分奇缺，“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麻线吊着盐、

碗里转几圈"、用松明子照明、一户人家只有一、二床被子等情形，成为边远山

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全州境内的逐步解放，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清匪反

霸、减租退押的同时，迅速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当时农村，要使农业

生产发展起来，就必须首先使生活生产资料消费和农副土特产品购销活跃起来，

必须加大农村物资交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突出问题。1951年

2月，兴仁专区设立合作科，同年10月设立专区供销合作办事处与合作科合署

办公，指导全专区的物资贸易供应和各县供销合作社筹建事务。

遵照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合作社的普遍发展，要在封建势力被打

垮，群众生产积极性高，并有适当干部的条件下进行。针对全专区当时实际情

况，由于正在进行第一批土地改革，且建社所需干部缺乏，因此这一时期建社

的方针是：“选择重点，稳步前进，为大发展准备条件"，在农村，选择减租退押、

清匪反霸较好，又是经济作物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重点试办农村供销合作

社。1952年1月14日，在兴仁县巴铃镇成立了全专区第一个基层供销社。

从1952年起，除册亨、望谟外，全专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土改后

的大部分农村，私营商业资本还支配着农村市场，仍然采取过去低价收买、高

价售出的方式。这既不利于农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不利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

建设。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流通领域中的不合理层次，需要建立

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为自己利益服务；同时，国家也需要通过合作社组织，

把个体、零星、分散、无组织的农民生产经营有序地组成起来，更好地为农业

生产服务，并完成一些重要物资收购任务，充实调剂好市场供应，增强国有资

本在农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下，专区供销合作事业迅速发

展起来。1952年1月，贞丰县人民政府筹建县合作社联合社，随后在一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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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供销合作物价志

区)、二区(龙场)、三区(者相)、四区(牛场)和六区(白层)相继建立了基

层供销社。1952年3月，兴义县马岭镇成立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随后在下午屯、

敬南、泥函、捧乍、乌沙、顶效、郑屯等区建立了七个基层社。4月，普安县

人民政府组建供销合作社，以后又建立了青山、地瓜、兴中等基层供销社和普白、

楼下、三板桥、江西坡等分销店。 ．

截至1952年底，全专区所辖10个县，除册亨、望谟外，已建有专区办事处(含

专联社消费社)、8个县合作联社、48个基层社和一批门市部、分销店、代销店、

收购站、货栈、仓库、流动货摊，吸收社员231704人，入股金额122636元。

据1952年底专区办事处统计，全区四个季度营业额达1526108元，其中供应额

1195833元，收购额330275元。在节省农民开支方面，以兴义县为例，仅9月

份在盐巴、粮食、农具等主要商品供应上，就减少了中间差价8199．93元。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和地方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专区供销合作事业得

到迅速发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形成遍布农村的点多、面广的供销网点，

通过扩大品种经营、平仰物价，从而成为活跃农村经济，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

主渠道。在建社的同时，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广泛吸收社员入股、入社，为

后来的供销合作社担负的对农村私营商业和手工业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任务奠定了基础。

1953年以来，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是：

为农业生产服务，通过购销业务，促进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使之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积极发展合作商业，逐步占领农村市场

阵地。这一时期根据省社有关指示和在专区办事处的业务领导下，各县供销合

作社与基层社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完善。到1954年底，10个

县社和64个基层社已分别召开数次代表大会和理、监事会议。在基层供销社的

民主检查中，对社员和社员股金进行清理，全专区有30个基层社分红。全专区

供销合作系统普遍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改进了工作，巩固提高了合作社。

在业务经营上，随着国家对供销业务经营范围的调整和扩大，全专区供销

系统也对基层网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服务方式的深化。从1954年初起，供

销社与国营商业进行了三次分工。第一次按商品对象进行分工、供销化负责经

营手工业品，国营商业负责经营工业品。1954年7月进行了第二次分工，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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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分工，供销社负责农村市场的领导管理和对私改造，国营商业负责城市市场。

1955年8月按照商品分工与城乡分工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第三次分工，明确

供销社的职责和经营范围是组织国营商业经营的工业品下乡，继续做好国家委

托的代购任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口的供应；组织中药材、副食品

及土产品的城乡供应和出口。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仍继续委托供销社代

购油菜子和棉花，一些重要原料和物资如烤烟、麻类、桐油、茶叶等，也通过

合作社收购。1956年9月，国家又将原由国营商业经营的日用瓷器、陶器、土

纸批发业务和雨伞、铁锅、鼎罐经营业务交给供销社。通过供销经营范围的具

体明确和对基层网点的调整扩大，全专区供销业务经营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

的轨道。

这一时期供销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根据党的总路线要求，采取各种

措旌，促进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方面，供销合作

社也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从1954年下半年起，专区各级供销合作

社根据城乡分工原则，全面开展了对全专区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首

先是广泛动员农民加入供销合作社，扩大社会基础，使广大农民从长期受农村

商业资本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其次是积极为农民推销农副土产品，以低于市价

的价格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与私营资本展开竞争。再次是采取“包下来"

的方针，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社广泛签订农副产品预购合同，促进小

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者，采取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形式，促进

其社会主义改造，对破产而失业、半失业者，均给予妥善安置。到1956年初，

全专区农村小商小贩有3885户、4325人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1956年4月，按照国务院指示，安龙、册亨、望谟、贞丰四县划归新成立

的黔南州，专区办事处与上述四县供销合作社的业务隶属关系也移交黔南州办

事处。同年7月，兴义专区撤销，原所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关

岭6县划归安顺专区，贵州省供销合作社兴义专区办事处随之撤销。

1957年，划归安顺专区和黔南州的各县供销合作社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增加农民集体经济收入，除做好日常购销业务外，还开展各县农副产品大普查，

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958年进入农业合作化时期，在当时高举“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一大二公三纯"的思想影响下，各县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